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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现代奥运会兴起的技术动因、技术全球性转移与奥运全球性扩展、奥运对科技的借用、技术支持
与奥运的初步发展、科技与奥运初步契合、科技对奥运发展的巨大推力、奥运需求与科技的全面扩展
、科技推力与奥运需求的初步契合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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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对各项体育比赛、赛事信息发布等方面进行信息化管理。
人们之所以对此给予了特别的关注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管理信息系统刚刚成熟就
已经应用于奥运会上了，足以证明科技奥运的先进性。
二是使用计算机设立开发了奥运吉祥物。
这一事件同样被人们所津津乐道。
利用计算机技术，虚拟奥运会吉祥物，这在现代奥运会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。
由此可见，科技奥运概念的产生，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奥运会上科技应用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一种
赞赏之情，而且也更加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科技本身所蕴藏的巨大的效能。
科技奥运口号的不断提出，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。
基于此，科技奥运逐渐地走向了普遍化发展的道路。
一方面，奥运需求朝向更广更深的层次发展。
这就使得科技在奥运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应用。
从场地器材设备等大型的物质基础到运动服装、鞋帽等小的物质条件，乃至到基因技术这样分子水平
的尖端科技的开发与应用，科技奥运已然由当初的小范围的借用发展成为深度的嵌入，成为一种普遍
的社会现象。
另一方面，科技应用不仅使奥运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，而且进一步刺激了奥运产生更多、更深层次
的需求。
这就逐渐地使科技与奥运之间形成了一个契合环.而这个契合环不停转动的结果就是科技奥运逐渐地发
展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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